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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7 点，市民夏正中已经在九莲

塘公园晨练了。今年 68 岁的夏正中是
原芜湖火柴厂的退休职工，几乎每天清
晨他都会在这里晨练。他告诉记者：“我
退休前，上班下班都要从这些香樟树下
经过，特别喜欢这道绿色风景线。”他又
指着身旁的垂柳笑着说：“这些垂柳，每
天既陪伴着九莲塘，也陪伴着我，就像老
朋友一样。”

香樟、垂柳，作为芜湖的两张绿色名
片，已经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晨钟暮
鼓之中。这两张名片的诞生，也有整整
35年的光阴了……

植树节里说市树

地处江南，芜湖的植被一直非常茂
密，芜湖人自古就有植树风俗，早在
1915 年就将清明节设为植树节。据民
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记载：每到这
一天“官绅暨学校师生择空旷之地行植
树礼，各植树一株或数株，鼓乐喧阗，旂
帜飘拂，颇称盛事。人家亦于村庄院落
手自植树，爱护有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评选芜湖市树
的话题不断被提及。1984年，市树的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此后进行了多次座
谈、论证，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经过
初步选评，有8种树入围，分别为香樟、
垂柳、水杉、雪松、广玉兰、银杏、枫香和
女贞。为了增加市民对候选树的历史、
品格、特性以及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等有
所了解，《芜湖日报》在当年用两个月时
间陆续对初步筛选出的这8种候选树进
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根据芜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张照军提
供的档案材料可知，1987年10月，芜湖
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开展了社会性的投票
选举市树活动。这次评选共发出选票
22.5万张，收回19.139万张。经统计，香
樟 获 101883 票 ，占 有 效 选 票 总 数 的
53.23%。时任芜湖市园林管理处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刘文杰告诉记者，香樟之
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得票率，并非偶然。
他说，香樟原生长于福建、云南等中国南
方地区，芜湖并不是它的原产地。但因
其属常绿树种，外型挺拔伟岸，又能散发
独特的芳香，因而深受市民的喜爱。刘
文杰说，从 1949 年开始，芜湖就不断地
大面积种植香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市树评选时，我市已经拥有数量可观
的香樟树了，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也
是香樟能获得超半数选票的重要原因。

在 8 种候选树种中，垂柳获 35645
票，占总数18.62%。名列第二位。

芜湖市对此次市树的评选是非常重
视且严谨的，在选票结果公布之后，市十
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1月
22 日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一
号）：“芜湖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会议，听取了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审议命名市树、市花的报告，并进行了初
步审议。会议认为：市政府采取通过报
纸、广播、电视组织民意测验和邀请专家
座谈论证，提出香樟和柳树为市树的意
见是认真负责的。现公告全市人民，再
次征询意见，可以提不赞同意见，也可以
另提其它树、花， 以便市十届人大

常委会下次会议正式命名。”为此，市人
大常委会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电话和信
函投寄处。

最终，芜湖市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
3月17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确定芜湖市市树、市花的决
定》，正式确定香樟和垂柳为芜湖市市
树。至此，芜湖市树评选活动终于埃尘
落定，我们这座城市终于有了自己的市
树。

樟柳，是芜湖的缘分

市树，是一座城市精神面貌、人文底
蕴、社会风尚的重要体现。香樟和垂柳，
能够成为芜湖的市树，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这座江左名邑的底色。

芜湖的市树——香樟，因其四季常
绿，树形美观，是我市种植最为广泛的行
道树和景观树。芜湖的许多道路两侧都
可以见到香樟的身影，最为市民津津乐
道的当属九莲塘东侧黄山中路段的香
樟。这些香樟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黄
山路改造时所植，经过30多年的精心呵
护，这些树现如今已是枝繁叶茂，几乎将
整条道路都遮蔽起来。清晨，当阳光从
枝叶的缝隙间透过来，给人一种身处闹
市、却又宛若林间漫步的感觉。所以，这
里被许多市民称为芜湖最美丽的道路。

香樟，也是众多公园、小区的首选。
翠明园、安徽师范大学赭山校区、赭山公
园、平湖秋月小区、东方海伦堡小区等
处，均植有成片的香樟。芜湖主城区还
有一处小区，甚至干脆用香樟来命名，它
就是位于九华中路的香樟花园，据安徽
伟星置业策划总监张蓉介绍，当年这个
小区之所以被命名为香樟花园，就是因
为香樟是芜湖的市树。

垂柳，与香樟并列入选我市市树，它
在芜湖的种植历史非常久远。根据众多
文献记载，最迟在南宋时期，芜湖就已经
开始了垂柳的种植历史。民国八年
（1919）《芜湖县志》记载：“镜湖在赭山南
（陶塘）。宋张孝祥捐田百亩，汇而成湖，
环种杨柳芙蕖，为邑中佳景区。”如此算
来，芜湖人与垂柳结缘已有 800 多年的
时间了。民国时期芜湖八景之一，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评选的芜湖新十景中，
均有“镜湖细柳”的身影。

如今，芜湖的绝大多数公园里，都可
见到垂柳那婆娑的身影。每到春季，嫩
绿的柳条倒垂水面，将江南韵味表现得
淋漓尽致。因此，许多文人墨客在芜湖
都留下过吟咏垂柳的诗句，较为著名的
有：朱万寿《初春赤铸山野望》：“冻涂晴
日涤，春至柳垂梯。仗藜甫出门，双鸭戏
溪西。”倪伯鳌《蟂矶》：“东风倚棹吴门
地，涛头晓日城霞气。护江堤上柳摇天，
涵碧楼中花满砌。”

寒来暑往，香樟、垂柳作为芜湖市
的市树，见证了我们这座城市30多

年来所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们始
终默默守护着脚下的这方热土。
据市园林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的行道树和景观树，虽然
陆续引进了很多其它品种的
树，但香樟和垂柳依然占据主要
地位。香樟沁人心脾的芬芳、垂
柳摇曳的身影，已经成为我们这

座城市最为熟悉、也最为温暖的一
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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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街道两旁的绿
色风景线——行道树吐出新绿，又是一年
春正好。

城市中的行道树，不仅是赏心悦目的
城市景观，默默守护城市的四季轮回，在
净化空气、减少噪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更勾勒出一座城市独具特色的绿色脉
络，是居民记忆、人文情怀的特殊载体，是
城市风格的重要名片。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到来之际，记者对
市园林管理处总工程师蒋庆文进行了专
访，一起来了解下芜湖行道树的那些事。

芜湖行道树知多少

你印象最深的芜湖行道树，是九华路
上银杏大道秋日里满目金黄的银杏？还
是黄山路老一中门口的香樟林荫大路？
亦或是路边随处看见的法国梧桐？

“芜湖常见的行道树，分为两种类型
——常绿行道树和落叶行道树。”蒋庆文
告诉记者，目前，我市的常绿行道树，主要
是香樟和广玉兰；落叶行道树种类则较
多，有无患子、栾树、银杏、法梧、重阳木、
榉树等。

“其实在很多道路上，常绿树和落叶
树都有。”蒋庆文说，比如在九华路上，众
所周知的是中间侧分带种植了银杏，其实
两边人行道上还种植有香樟，“芜湖很多
道路都是这样，规划了四排行道树，常绿
树两排、落叶树两排。”

我市有多少棵行道树？虽然没有完
全统计过，不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仅
市园林集团管理的 23 条道路的人行道
上，就有33900棵行道树。加上区管的行
道树以及侧分带中的行道树，这个数字或
达十多万棵。其中，我市数量第一的行道
树是香樟，其次是法梧和栾树。“香樟和法
梧是传统的行道树。栾树这几年种得挺
多，花津南路等路上就有不少。”蒋庆文透
露。

“芜湖最有历史的行道树，要数九华
路上的银杏树，黄山路、更新路上的香樟，
以及银湖路、赭山西大门的法梧等。”蒋庆
文记得很清楚，九华路的银杏树最早是上
世纪 80 年代老中江桥通车时所种，2005
年我市又在九华南路进行了大量种植，银
杏树成就了市民眼中的“金色大道”。此
外，记者了解到，黄山路上的大香樟栽植
年代则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我市的法梧也大多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如
今都“亭亭如盖”。

采访中，蒋庆文还向记者科普了下我
国行道树的历史。“行道树始于春秋

战国时代，至秦而大规模推
广。”据介绍，有很多古籍都

记载过。《吕氏春秋》载：
“子产相郑，桃李垂于

街。”证明子产当郑
国宰相时，就提倡
在城市种植行道
树，这是用树木绿
化街道的开端；比
如《汉 书•贾 山
传》记载，秦始皇
修驰道，以青松为

行道树，“道广五十
步，三丈而树”；汉及

以后各代的都城，均有
良好的行道树种植。

行道树的选择大有讲究

“行道树，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需要用心规划设计和科学管护。”蒋庆
文说，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一路一树”

“一道一景”，行道树选择上其实大有讲
究。采访中，他总结了行道树的 8 大功
能：

提供氧气功能。行道树可以进行光
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净化空气功能。有些树种的枝叶，能
散发出一些芬芳物质，可杀死一些病菌，
还对二氧化硫、氟化氢、氯气等有较强的
吸收能力。

遮阳调温功能。行道树的树冠可以
阻挡、反射和吸收太阳辐射，起到调节温
度的作用，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吸尘降噪功能。行道树的叶子上有
毛状物，可以吸附浮尘，减少空气污染。
同时，行道树可以利用树木本身如枝叶的
摇摆，消除部分噪音。

生物多样性功能。行道树是候鸟飞
进城市上空时的重要栖息地，增加了城市
的生物多样性。

城市美好功能。行道树在城市发展
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城市
道路景观面貌，更好地彰显城市风格。

防护林功能。成片成林成带地种植
行道树，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等防护林作
用。

城市情怀功能。行道树承载着城市
的美好记忆和厚重文化。

“我们选择行道树时，首先会看它们
具不具备这些功能。”蒋庆文表示，在满足
这些功能的基础上，再选择树大、叶茂、挺
拔、适应芜湖气候环境的树种。

“城市在发展，行道树的选择也在与
时俱进、更新换代。就像人和人之间一
样，树木和城市之间也在不断磨合。”蒋庆
文向记者讲述了几个我市行道树发展波
折的小故事：15年前，利民路上种了不少
杨树，当时选择这个树种的原因是看中它
长势快、挺拔、抗旱等优点。但后来，由于
杨树开花飘絮，造成一定的危害，渐渐地，
这种行道树就被淘汰了；柳树也是如此，
作为我市市树，也是行道树之一，但每到
3、4月份柳絮飘飞，备受市民诟病，市区内
便不再提倡大量种植，如今基本只保留在
水岸边。

有意思的是，如同没有完美的人一
样，行道树的领域里，也没有完全完美的
存在。蒋庆文举例道：比如法梧，被称为

“行道树之王”，8 大功能它全都拥有，但
是，这么“完美”的法梧却经常被市民“吐
槽”，因为它爱落果、炸毛、掉树叶；香樟这
种行道树倒让人省心，树叶干净，病虫害
少，但是，它又太干净了，在城市里吸附灰
尘的能力不强……

“所以，园林部门一直在尝试一些新
的行道树品种，像重阳木、榉树这些既挺
拔遮阴又吸灰的行道树种，都是后来慢慢
引进的。”蒋庆文透露道，随着时代发展，
现在城市绿化多考虑提质增效，一些观
花、观叶效果突出的树种越来越受关注，
目前他们正考虑引进符合本地环境的其
他多品种树种。

无论是树还是路，都是城市建设发展
的一部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芜湖的行道树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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